
▲前言
災害發生時，透過地方政府通報到中央政府，訊息的傳遞需要時間，隨著網路的發達、社群媒體活絡，

資訊的搜集不只限於政府，也可以透過一般民眾的通報，災害一發生，當地民眾透過社群軟體即時分享災

況，因此現今社群媒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本次採用蘇迪勒事件作為主軸來探討，透過蒐集社群資料、加值及分析數據，從社群角度來分析災害對

民眾的影響。

從社群數據看災害事件

University at Albany,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  Michael J Apollo Jr

取自：2018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

▲社群網路發展與簡介
• 社群網路服務(亦稱社群網站):

主要作用是為一群擁有相同興趣與活動的人建立線上社群，並提供多種使用者互動的方式

• 台灣地區熱門社群網站:

臉書 (Facebook), 、IG (Instagram)、痞客邦 (Pixnet)、flickr

• 社群資料特性:

大量 (Volume)、快速 (Velocity)、多樣性 (Variety)、真實性(Veracity)

• 社群資料收集之困難

1. 社群網站來源眾多

2. 資料彙整不易

3. 網站資料量不同

4. 使用者群族不同

5. 各網站討論主題不同

▲社群資料收集與分析

• 社群網路的分析方法
-關鍵字分析

▲結論與建議

1. 文字雲中可以看到兩個很明顯的行政地區：台北市和新北市，推測因為此區的人口基數較多，因此網路聲量也較多。

2. 蘇迪勒的聲量時序表中可看出，事件發生的短時間內社群資料會大量增生，並在一至兩天內急遽的下降，收集資料時需注意時間因素。

3. 透過防災中心的災害事件簿與文字雲的關鍵字分析相對照，可看出社群資料與實際災況相符，未來可收集各地民眾的社群資料來協助掌握災情。

4. 可將AuGeo軟件實際應用於生活中，例如：未來在進行災害教育演示時，可以結合AuGeo的AR技術，將過去的災況進行今昔對比。

▲蘇迪勒颱風故事地圖

▲蘇迪勒颱風關鍵字分析

A
U
G
EO

▲蘇迪勒災害聲量時序列圖

優

點

1. 可與ArcGIS連動，資料存取方便

2. 可同時對照災前與災後變化

3. 可在同一畫面顯示多個災點，來表示其前後

缺

點

1. GPS容易受訊號影響，定位點與實際點易有些許誤差

2. 會依據手機型號不同而顯示效果不同

災害事件簿彙整
來源：

國家災防中心

蘇迪勒吹殘一起為受災樹木
發聲

來源：Facebook

嚴重

地區

宜蘭、桃園

烏來、新店

北部(361)：新北市(138)、

台北市(104)、宜蘭縣(18)

、新店區(18)、烏來(5)

中部(41)：台中市(41)

南部(155)：高雄市(73)、台

南市(60)、三民區(22)

災害

類型

淹水、坡地、樹

倒

樹倒 (120)、風災(99)、淹

水(34)

關鍵

問題

短延時強降雨、

大台北原水濁度

飆高、強陣風、

停電、路樹傾倒

停電(134)、倒塌(41)、溪

水暴漲(2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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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8號 8月9號 8月10號 8月11號 8月12號 8月13號 8

月

14

號

蘇迪勒聲量時間軸

風災 樹倒 土石流 淹水 其他災害

8月8號網路聲量急遽上升，以災情回報居多

8月10號開始進行災後清除作業，以新聞
報導引發的討論居多

即時災情
數據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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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年齡上網使用率

50歲前的民眾網路使用率均有90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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